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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薇菁

告别时分，幸好我们学会了爱
中野量太治愈系作品《漫长的告别》日前登陆国内院线

“当一个人患上阿尔兹海默症，那么从他患

病那日开始， 就和身边的人开始了一场漫长的

告别。 ”由中野量太执导，苍井优、竹内结子、山

崎努、松原智惠子主演的治愈系家庭片《漫长的

告别》于上个周末登陆国内院线。

影片曾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和北京国际电

影节展映作品， 收获影迷好评和眼泪的同时也

跻身于评分网站日本年度佳片的前列。 影片里

对于生命意义的讨论是永不过时的话题， 而关

乎亲情的细腻刻画足以触动每个人心中最柔软

的部分。

告别的时间起于2007年， 父亲东升平 （山

崎努饰） 逐渐出现了阿尔兹海默症的症状， 母

亲东曜子 （松原智惠子饰） 急忙叫回了两个女

儿， 在国外生活嫁作人妇的今村麻里 （竹内结

子饰 ） 和在日本却鲜少联络的小女儿东芙美

（苍井优饰）。

遗忘的旅程长达七年， 电影的故事线每两

年推进一次， 父亲的记忆在此期间也如同手中

的细沙，再怎么紧握也只能听凭它流逝。从来都

不苟言笑、严厉示人的东升平开始变得笨拙，会

顺走便利店未付款的商品，会像孩子一般任性，

直到生活无法自理，也认不出妻女。接受事实的

那一瞬异常残酷， 当东芙美执着地将父亲挑出

的葡萄干一粒粒放回沙拉里时， 她明白了时间

对于父亲和自己而言已不再平等。

在影片里，东升平总是嘟囔着“要回家”，不

是平日里住的房子，也不是出生的老家，东曜子

和女儿们始终不明白“家”是何?。有一天，东升

平再次离家出走， 她们在游乐园的旋转木马上

见到了露出微笑的父亲， 手中拿着象征家庭成

员的三把伞，终于明白了，他要回的是记忆里其

乐融融的四口之家。

对同在一个家庭的四位主角来说，对“家”

的认识却不尽相同。 东升平年轻时因为工作疏

于家庭，患病后怀念起过去的天伦时光；对于内

心柔软的东曜子来说， 苦心经营的家庭关系是

她的全部；麻里有两个家，却没能收获足够的温

暖；独身的芙美经历了多段感情，依旧看不清家

在哪里。父亲的患病让四人久违地共聚在一起，

感念过往也珍惜当下， 告别的意义也因此浮出

水面：爱让所有人殊途同归。

作为一名70后导演， 中野量太的作品总是

不乏对家庭生活的关注， 其广受好评的商业?

女作《滚烫的爱》也是把镜头聚焦在一个特殊家

庭上， 讲述了突然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主

人公双叶在不多的日子里努力让家人团结在一

起的故事， 中野量太凭借该片拿下了日本本土

多个导演奖。

日本电影向来以细腻描写和平缓叙事见

长， 平淡之?见真情的家庭题材也因此成为了

日影绕不过的主题。被称作“道尽日本人心事的

电影大师”，导演山田洋次的“家族之苦”系列被

中国观众所熟知，从出道起的《寅次郎的故事》

《幸福的黄手帕》到此后的系列电影，山田洋次

数十年如一日地将一个个家庭搬上大银幕。 他

曾经笑称“对英雄毫无兴趣”，然而回看他跨越

半个世纪的作品， 对人性的捕捉和对社会变迁

的探讨正是在小人物上完成了全方位的展现。

山田洋次和是枝裕和都曾被冠上 “小津安

二郎接班人”的称号，后者的《步履不停》《比海

更深》《如父如自》等作品皆以家庭为单位，是枝

裕和也曾坦言 “家庭片是他电影生涯的起点”。

2018年，是枝裕和凭借《小偷家族》拿下了戛纳

电影节金棕榈奖， 他这样解释对家庭题材的钟

情：“因为家庭的故事，不论在哪儿，都有相似之

?，特别是发生在家里的事情，越小的细节越有

普遍性，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

循着App“电波”做一次“李侠”，
参赛过程成为一次生动党课

上海加大红色文创设计开发力度，第二届红色文化创意大赛红色文旅线路开发“沉浸式党课”

只需一部手机，就能“穿越”回到那个艰苦卓

绝的斗争年代，你可以是“地下党员李侠”，搜集

重要情报并交到党组织的手中。 内置LBS罗盘的

App软件，可以探测到“无线电信号”的强弱，指引体

验者前往多个不同的红色地标完成任务……

这条名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红色文旅线

路设计，在近日启动的第二届上海红色文化创意

大赛上甫一亮相， 旋即引起主办方的极大关注，

并开始着手将想法变成现实。 2020上海旅游节

上，“永不消逝的电波”将和其他九条极具创意的

精品红色文旅线路一起， 邀请游客前来试体验。

届时，沉浸式戏剧、“剧本杀”、终端互动、城市骑

行等这些当下最时尚新潮的文娱消费热点，将与

上海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一次亲?碰撞，让

红色文化更深入地融入人们的生活。

兼顾时尚性和实用性，在日
常生活中铭记红色精神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是一座具有

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 有着丰厚的红色资源 。

据统计 ， 全市保存下来的革命遗址有 440 ? ，

仅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藏品就多达 10 万余

件。 如何盘活这些资源， 将其有效转化为红色

文创产业优势， 让红色基因根植市民心中？

上海近年来加大红色文创设计开发力度 ，

并依托 “海上文创” 品牌， 于近日成功举办了

首届上海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大赛颁奖 。 现场 ，

以石库门建筑外形为原型的 “初心锁”、 “红色

之旅” 飞行棋桌游 、 “新青年 ” 系列笔记本 、

帆布袋等众多兼具时尚感和实用性、 又体现红

色基因的优秀设计脱颖而出， 并最终进入打样、

生产和营销环节。 眼下， 在官方淘宝店 “红色

文创 1921”， 这些商品的月销量始终稳居前列。

而今年 “七一 ” 与演员许魏洲 、 “直播一哥 ”

李佳琦携手的红色文创直播吸引全网超 7000 万

人次观看， 访问量超过 2 亿次， 将红色文创以

更多元、 年轻的形式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我们共收到参赛作品 656 件。 开发红色

文创产品， 全民热情高涨， 其中更是涌现了一

批文化企业、 新锐设计师和青年 ‘后浪’ 们。”

首届红色文创设计大赛的成功给主办方带来了

信心。 建党 99 周年之际， “红色荣光， 城市力

量———第二届上海红色文化创意大赛” 正式启

动。 文创产品设计之外， 今年新增红色文化旅

游线路设计板块。

为红色故事场景定制“专属
剧情”，打造沉浸感

“文化旅游，是更为立体、体验感更强的文创

产品，也是红色之城———上海，当前最有市场需

求的内容产品之一。 ”“海上文创”项目负责人夏

敏玮说，文化资源在开发与利用中离不开创新性

的转化，也少不了在市场 、在生活中的 “活化 ”。

“上海，需要能够体现红色文化内涵、设计新颖，

且具有教育及纪念意义的文旅优势产品。 ”截至

记者发稿，大赛已收到近百条线路设计投稿。

其中， 红色文旅体验项目 “永不消逝的电

波” 引起了主办方极大的兴趣。 地下党员李侠

（原名李白） 受党组织派遣， 赴上海组建秘?电

台， 不幸被特务发现后英勇就义的故事早已深

入人心， 在银幕和舞台上也涌现了诸多精品佳

作。 这个经典的上海解放故事， 如何与中共一

大会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等

上海红色地标、 如何与黄陂南路等上海马路的

历史联系起来？

该体验项目用App的方式模拟了一台无线

电机器，同时融入AR、?码、音视频等多种任务

形式，观众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参与到一场人景

互动的红色城市定向运动中，根据内容提示触发

剧情，前往不同的地标领取任务。1937年的上海，

一部电台维系了上海与延安之间的红色火种，今

天，观众同样将凭借“无线电通讯”穿越时空，用

新科技技术串联起散落的革命历史珍珠。

明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伴随

红色场馆的新建和一批革命遗址完成修缮后开

放，上海必将迎来红色文化旅游的高潮和红色文

创文旅产业发展的机遇期。 而作为党的诞生地，

上海还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地、社会主义建

设的重要基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第二届上

海红色文化创意大赛借助本报呼吁：在这次文旅

线路的设计中，希望参与者能够将建党精神与城

市精神结合起来，把红色血脉与城市文脉结合起

来，把推动文化传承与创造美好生活、促进产业

发展结合起来。“瞄准新时代的成就，展现城市不

断进步与发展过程中对红色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这是我们想要的。 ”夏敏玮说。

再
现
抗
战
峥
嵘
岁
月
，
《英
雄
山
》谱
写
英
雄
传
奇

延
续
《历
史
的
天
空
》英
雄
主
义
精
神
内
核
，著
名
军
旅
作
家
徐
贵
祥
长
篇
新
作
出
版

“我一直怀着英雄梦。 近

40 年创作生涯中，总有一只无

形的手推动我走进历史、 走进

战争、走进那血火煮沸的岁月，

让我看到了不曾认知的真实，

看到我们熟悉的英雄。”著名军

旅作家、 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

祥的新作《英雄山·穿插》《英雄

山·伏击》，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

?社出?，引发广泛关注。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英雄山” 系列故事定格

了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的

群英谱。新作延续了徐贵祥《历

史的天空》《马上天下》 等军事

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 重塑战

争年代涌现的英雄。

“英雄山”系列故事地点设

定于当时各种力量胶着的鄂豫

皖地区， 这也是徐贵祥多部战

争题材作品的“诞生地”。 两部

作品为姊妹篇， 各有独立完整

的人物和故事，前后呼应，互为

补充， 从 “一正一反”“一明一

暗”两个英雄人物的视角，共同

谱写了一部壮阔的抗战传奇。

上部《穿插》主人公为红军

侦察参谋凌云峰，他擅长打“穿

插”，以少量兵力迂回到敌人侧

翼或后方作战，灵活机动，屡建

战功。后来，凌云峰所在部队经

过惨烈战斗，几乎全军覆没，凌

云峰也不幸与主力部队失散。

前往陕北寻找队伍的途中，抗

日战争爆发， 他阴差阳错进入

曾经的敌人、 地方军旅长谢谷

的部队。 在国共合作共御外侮

的大背景下， 凌云峰作出了艰

难的抉择。

下部《伏击》则从《穿插》的

“反面”，揭晓了很多谜底，包括

凌云峰“复活”的真相。 国民党

军校“特殊人才”易晓岚接受培

训后，更名改姓，冒充红军团长

凌云峰潜入红军队伍。 易晓岚

了解了凌云峰后，愈发敬仰，执

行任务的关键时刻， 易晓岚选

择站在正义的一边，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两种视角的交织互动， 让抗日战争这一宏大

主题叙事，格外具有感染力和真实质感。徐贵祥谈

到，小说中 24 岁的凌云峰，在战争中成长为指挥

员，既有理性，也难免稚气。小说没有刻意拔高，而

是从诸多细节中把握语境和人物言行。

而易水寒则是一个全新人物。“这是一匹驮着

各种压力的骆驼。 ”徐贵祥分析，易水寒英勇善战

的动力，除了文化因素和个人修养，就是他的负重

前行，向死而生。 小说写到易水寒起草遗书时，徐

贵祥脑海中不断回响革命先烈掷地有声的话

语———杨靖宇的“如果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张

自忠的“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

其他办法”；范子侠的“我前进，你跟着；我站住，你

看着；我后退，你枪毙我”……无不振聋发聩，感人

至深。

近 40 年创作生涯中，徐贵祥为战争文学的长

廊增添了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历史的天空》里

的草根英雄梁大牙，《马上天下》 里的战术专家陈

秋实，《八月桂花遍地开》 里的知识分子英雄沈轩

辕……“这些不同类型的英雄，都有一个根本的特

质，就是爱国，爱人民。 而家国情怀也正是激发我

写作的最大动力。 ”曾亲历战争的徐贵祥，深有感

触， 多部小说中饱含了他对战争的深刻认知和对

英雄人物的精准把握。 比如，《穿插》《伏击》中，读

者将跟随主人公了解到不少军事知识， 如武器装

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在具体战例描写中得以

直观呈现，“枪林弹雨” 的细节凸显了战场的惊心

动魄和瞬息万变。

“从凌云峰和易晓岚这两个形象身上，读者能

看到中国人民的英雄本色，找回英雄自信。 ”徐贵

祥说，设计不同寻常的人物，放在不同寻常的时间

和场域里，在“炉膛”里锤炼、提取、凝炼最本质的

英雄特质，也是他书写英雄的目标———一座座“英

雄山”绵延成震撼人心的战争史，也塑造了共产党

人信仰不灭的峥嵘传奇。

“荷花奖”推云端直播间，公众文化服务新方式频出
长宁区充分开发文化场馆资源，技术迭代和人民需求精准对接来自全国的八部舞剧佳作 《川藏·茶马古

道》《浩然铁军》《红旗》《骑兵》《努力餐》《彩虹之

路》《石榴花开》《朱自清》， 入围本届舞动长宁·

“荷花奖”舞剧评奖终评，其中有五场将于下月

中旬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亮相， 而今年大赛推

出“舞聚云端”直播间也让中国专业舞蹈艺术最

高成就奖首次破圈上云。

这是“荷花奖”第六次落户上海长宁区，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不仅成为了国内“舞林”高手交

流切磋的“圣地”，更是全国舞蹈爱好者、舞剧迷

们的目光焦点。 又岂止是一朵“荷花”，诸多文化

赛事展会活动丰富着城市公共文化建设———长

三角阅读马拉松、 全球文旅住宿大产业博览会

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让长宁的公众文化资

源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利用。 文化地标刘海粟美

术馆、 上海苏俄造型艺术馆、 海派女作家联谊

会、田耘社相声茶馆、家鑫海派书画馆等各美其

美，一批文化名家与多个区级文化场馆牵手，孵

化新作的同时不断推出优质公益性惠民活动 ，

文化魅力辐射长三角地区。

“荷花”云端绽放，让优秀文
化资源惠及更多群众

作为由中宣部批准立项、 业内唯一的全国

性舞蹈艺术专业奖项，两年一次的“荷花奖”舞

剧评奖是对近一段时期内全国新创作的优秀舞

剧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一次高水准的比拼。 自

2009 年落户上海以来，通过赛事的举办，长宁区

不断集聚各方舞蹈文化资源、 培育舞蹈文化品

牌，成立了长宁文化发展专项基金，资助、奖励

了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舞团、上海戏剧学院附

属舞蹈学校出品的一批舞蹈艺术精品力作和舞

蹈艺术家们。

本届舞动长宁·“荷花奖” 舞剧评奖活动期

间，主办方还将邀请中国舞协“青年舞蹈人才培

育计划”推出陈琪作品《猫》、肖智仁作品《无形

体》 等新人新作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

演出。 为了让更多民众参与到本届活动中，主办

方还组织舞蹈老师到社区为市民进行讲座辅

导， 安排舞蹈爱好者们到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观

摩公开课和评奖剧目的演出彩排。

除了高水准的舞蹈赛事， 剧场和舞蹈家的

转型， 也为长宁区的舞蹈这张金字名片增光添

彩———如今每周二、三晚间，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剧场官方淘宝店铺的直播已经成为惯例， 剧场

礼宾团队俨然已被打造成一支“主播天团”。 从

淘宝直播间的镜头里， 观众不仅可以了解到最

新的演出和剧场文创产品， 还可以跟随主播走

进剧场，体验一把沉浸式“云选座”。 新演出的开

票活动也被搬到了直播间， 剧场多次邀请作品

的编导、演员空降直播间，为演出宣传“带货”。

打开剧场的“云端”大门，探秘剧场后台、舞蹈明

星问答、演出纪录片等接连上线，以往仅首演现

场观众才能看到的编导、舞者“演后谈”，也能通

过直播与观众们见面。 通过这些方式，上海国际

舞蹈中心剧场着力探索剧场的公共文化服务新

方式，让优秀文化资源惠及更多群众，吸引更多

观众走进剧场。

充分利用文化场馆资源，让
公众文化和需求直接精准对接

不仅是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借助著名专业赛

事破圈而出，近年来，长宁区积极释放文化场馆

资源，陆续引入上海苏俄造型艺术馆、海派女作

家联谊会、 李军艺术工作室等一批文化名家工

作室。 众多文化名家与长宁区图书馆、长宁文化

艺术中心、 长宁民俗文化中心等区级文化场馆

签订合作协议， 面向市民开展优质公益性文化

活动。 现代京剧《社区仁医》、沪剧《小巷总理》

《赵一曼》等优秀文艺作品，在社区中心和区级

文化场馆里孕育生长，“羽化成蝶”。

在优质内容的基础上， 如何让公共文化供

给和需求之间实现精准对接？ 长宁区的做法是

将重点放在优化公共文化配送体系上。 有了越

来越丰富的配送“菜单”，如何“点好单”，让每一

项公共文化产品都有相应的传播渠道和受众 ，

成为新的课题。 长宁区从2012年开始编制公共

文化产品配送手册，2019年推出2.0?手册增加

了全区调研需求报告， 四级公共文化配送自主

点单全覆盖。 今年上半年，长宁区对线上供给管

理平台进行升级， 开放了向居民区点单的四级

权限，并加入了多个居民区拼单功能，切实满足

基层百姓的实际需求，提升他们的文化获得感。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汪荔诚

■本报记者 王筱丽

由中野量太执导，

苍井优 、 竹内结子 、

山崎努 、 松原智惠子

主演的治愈系家庭片

《漫长的告别》 登陆国

内院线 。 图为该片海

报。

荨第十二届舞动长宁·“荷花奖”舞剧评

奖活动海报。

茛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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